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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富宁古史，文献载之不详。
据学界研究，属古国者，归于句町。
汉武帝于公元前109年收复滇国之后，属州者，归于益；属郡者，归于牂牁；属县者，仍归于句町。
此后的句町之称，延续至唐宋改称特磨道。
南宋政权陷落，归属广南西路宣抚司。
诚如《元史·地理志》载：“至元十四年（公元1277），宋知特磨道侬士贵内附，立广南西路。
领州三：富州（今富宁县城一带）、安宁州（在今富宁县西南）、罗佐州（在今富宁县东北）。
”三州驻地皆在今富宁境或与之接壤。
沿至元、明、清，富宁古史一直包涵在《广南府志》当中，没有独立成集。
到了民国年间，陈肇基纂修的《富州县志》问世了，“由时任富宁县县长甘汝棠录呈省府（时间
在1935 年1月至1937年7 月之间）”。
于是，富宁没有专集史志的历史结束了。
尽管《富州县志》没有付梓，但它毕竟是记录富宁历史的第一部专著，对于每一位富宁人而言，谁都
感到这是一件大好的事，有意义的事。
对于中国地方志书文库而言，无疑又多了一件瑰宝璞玉。
可以说，这件事就当地而言具有划时代的深远意义。
　　因为《富州县志》没有付梓，除了当代具体经办人之外，很少有人知道《富州县志》问世之事。
20世纪80年代，我高考初入大学校门，县人大常委会的李宾副主任说富宁史上无志，曾经邀约与我联
名向县里报告编写县志。
由于业余喜欢研究历史，在昆读书距省图书馆较近，我在查找地方文献资料时发现了抄自南京图书馆
现存放于云南省图书馆的《富州县志》。
我将这个喜讯告知时任富宁县文化馆长的林品乾同志，由他安排将《富州县志》抄写回县。
尽管书中所载历史风物诸事较略，沿革部分仅仅只是涉猎到了明清的一段历史。
但是，读毕全书，还是使人对富宁民国一段时期的历史沿革、自然景观、官府设置、官吏更替、执政
理念、执政要绩、重要建设、重要物产、地方文化、教育发展、自然灾害、风土人情、风物风貌、语
言文字、民族宗教、重要事件、重要人物等等，有了粗略的领会和了解。
　　说到富宁的历史，就不能不提到沈氏土司对其地的治理。
屈指算来，自北宋狄青所部于1053年镇压侬智高事件伊始，沈氏土司治理富宁地区850多年。
其治所名称最大的区别在于“富州”和“土富州”或“普厅”和“土富州”的辨析。
关于这一点，《富州县志》说得非常含糊：“富州，前属土知州管辖，其地分为四哨、九艽、十八夕
。
至清乾隆三十余年添设汉官，名曰‘广南府分防普厅塘经历’，故又名‘普厅’。
其时土知州已移住皈朝，此富州初次之沿革也。
”实际上，“土知州已移住皈朝”的时间并非因为“清乾隆三十余年添设汉官”，而是源于明末天启
年间的李天保造反。
此事，《清一统志》有载：“富州故城，在今州境，明洪武十七年建。
崇祯中（公元前1628—1644年），土目李（天）保叛，逐土官，土官移居州东南境，地名皈朝，今仍
居之。
” 天启《滇志·粤西路考·旅途上》说：“富州居民千余家，习气类广南。
酋沈明通孱弱，不振州治，为其下李天保所据。
明通出奔皈朝。
”这件事，还载于《明实录·熹宗实录》、《徐霞客游记》等书。
感兴趣的朋友，要了解沈氏土司为什么从富州城迁至皈朝的过程、历史年代和州名治所的变迁，切莫
放弃这些书载资料的查找、阅读、分析和理解。
同乡杨磊、农应忠先生拨冗编成的《富州县志点注及资料辑录》在这方面，很有见地地做了大量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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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和资料辑录工作。
较之《富州县志》，内容更进一步丰富，历史更进一步清楚，范围更进一步扩大，参考价值更进一步
提升，通俗性、普及性更进一步增强，读者群想必也进一步更多，影响面亦将进一步更广。
　　编修地方志和整理旧方志的目的有三：一是存史，二是教化，三是资政。
身为富宁出生之人，受邀为《富州县志点注及资料辑录》作序，实乃人生一件有意义之事。
不揣浅识陋见，写下如上感言，祈望读者诸君及史志方家不吝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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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清华洞序　　邑人陈肇基　　城西十余里有石洞，名“清华”。
听父老传闻，清初叶无人识此洞。
至乾隆初，有渔人沿河而上，至洞下，水深鱼肥，渔人甚异之，仰目而视，上有洞口，四面悬壁，难
于攀援，岩上有大藤悬吊而下，渔人牵藤而上，顺岩而入，顾视洞内，宽阔明亮，可容千余人。
洞旁苍岩翠壁，树林阴翳，风亦佳。
渔人复牵藤而下，与人言此洞甚险要，可避匪。
同治甲子年间，红白匪倡乱，邑人攀岩开路，以竹为梯，高二丈余，倚岩缚梯运物于洞，街中老幼及
乡村妇女均处于此，以避匪风。
又清光绪二十八年，游匪猖獗，富属被匪蹂躏，以致皈朝失陷，官民流离。
匪势愈张，围攻富城。
城中扶老携幼，以及附近乡民及皈朝难民无不逃居洞内，上洞下洞约有数千人，暂避锋敌。
兼之洞El倾钭，上下陡泻，路独难人，论洞之稳固，可为全属冠。
后因竹梯太险，曾有负物失防跌为粉碎。
富城缙绅力谋改良，筹款捐资，开石路，砌石梯，较前之用竹梯者迥若天渊，洞成名胜矣。
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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